








参考答案及解析

2023年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艺术概论

一、选择题

1．C【解析】壁画《最后的晚餐》由意大利艺术家达·芬奇创作，以《圣经》中耶稣与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为题材。

2．D【解析】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品《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3．A【解析】劳动说是对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最具影响的理论阐释之一，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此进行过阐释。

4．D【解析】《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该作主要取景地是庐山和鄱阳湖。

5．C【解析】《百鸟朝凤》是我国著名的唢呐独奏曲，以唢呐模拟布谷鸟、斑鸠、猫头鹰等各种鸟类的鸣叫声，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万物生

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欢快热烈的生活情趣和情感。

6．B【解析】《偷自行车的人》是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的意大利黑白故事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之一。《罗马11时》由朱寨佩·德·桑蒂

斯执导，《罗马，不设防城市》由罗伯托·罗西里尼执导，《罗马假日》由威廉·惠勒执导。

7．A【解析】《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剧作歌颂了青年男女大胆追求自由爱情，坚决反对封建礼教的精神。《长生殿》为清初剧作

家洪昇创作，《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梧桐雨》是元代作家白朴创作的杂剧。

8．B【解析】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曾被称为“万园之园”，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的侵略和大火。

9．C【解析】《春之声》圆舞曲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小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83年的不朽名作。

10．D【解析】《流民图》是近代画家蒋兆和历时两年创作的纸本水墨设色中国人物画。

11．A【解析】三人舞《金山战鼓》取材于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著名故事，作品以高难度的技巧动作、震撼人心的鼓声和刻画人物、烘托

气氛、抒发激情的艺术效果，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12．C【解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艺术成就上看，构思奇拔，蹊径独辟，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中的绝唱。

13．B【解析】《掷铁饼者》是古希腊著名雕刻家米隆的代表作，创造了一个出色的充满活力的运动员形象。《马赛曲》是吕德为巴黎凯旋门所作

的巨型浮雕，表现了法国志愿军在1793年时为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入侵而出征的场面。《地狱之门》是罗丹于1880年至1917年间创作的。

《大卫》是米开朗琪罗于1501年至1504年间创作的。A、C、D三项均不是古希腊时期作品。

14．A【解析】表演艺术是由表演艺术家完成的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听觉的艺术种类。泛指必须通过表演完成的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戏剧等

。

15．B【解析】《摩登时代》是查理·卓别林导演并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该片是卓别林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

16．C【解析】《小蝌蚪找妈妈》根据同名童话改编，取材于画家齐白石创作的鱼虾等形象，1960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是我国第一部水

墨动画片。

17．B【解析】莫奈和雷诺阿是法国印象主义美术代表人物。俄国“巡回画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列宾和苏里科夫。

18．C【解析】《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的一部喜歌剧，完成于1786年，根据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同名喜剧改编而成。

19．D【解析】狭义的数字艺术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影音、动画或其他艺术作品。广义的数字艺术泛指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创作的数字化艺术作

品。数字艺术体现为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具有丰富的人文理念与审美内涵。

20．A【解析】艺术直觉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于审美对象具有一种不假思索而即刻把握与领悟的能力。

二、简答题

21．（1）艺术中的情感即审美情感，是一种无功利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情感，情感在艺术活动动机的生成、创造与接受过程中均是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同时

情感又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元素。（4分）

（2）情感性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艺术活动中，情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情感主宰着艺术活动的整个过程，贯穿在艺术创作的整个心理过程中。（3分

）

（3）艺术家的情感往往通过艺术形象得到充分的展现。艺术家反映生活、描绘艺术形象，凝聚着他的思想情感，渗透着他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在审美情感

的深层往往隐含着理性的认识，艺术活动是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的统一。（3分）

22．（1）建筑艺术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以形体、线条、色彩、质感、装饰、空间组合等为艺术语言，建构成实体形象的造型与空间艺术。（5分）

（2）建筑可分为民用建筑、公共建筑、园林建筑、宗教建筑、宫廷建筑、纪念性建筑等。（5分）

23．（1）社会历史批评立足于“客体世界”来评价艺术，强调艺术作品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这个社会历史环境的印记。（4分）

（2）艺术作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它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深刻反映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如19世纪法国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

素出发，进行艺术批评。（3分）

（3）社会历史批评认为艺术作品价值的高低只能取决于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正确程度，因此他们在进行具体的艺术批评实践时，往往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

史条件及创作者的生平遭遇等与作品本身的分析联系起来考察，以利于认识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3分）

三、作品赏析题

【评分要求及说明】

①作品基本信息介绍完整、正确；②对作品题材、主题理解正确；③对作品形式的描述、分析准确；④允许考生根据个人体验、理解和思考进行赏析，但基本信

息介绍不得有误，作品风格判断应符合实际，不得有大的偏差。

24. 《＜威廉·退尔＞序曲》是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根据德国戏剧作家席勒的同名剧作写成的。（3分）



《＜威廉·退尔＞序曲》全曲描绘阿尔卑斯山下瑞士的自然环境和瑞士革命志士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进军。第一乐章富有诗意，描绘了大自然的美景；第二乐章是

暴风雨场面的描写，体现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三乐章则是描写暴风雨过后，重回宁静的田园牧歌；第四乐章中段号角的合奏响起，体现了斗争的艰辛，回

到进行曲后，跃入全曲的最高潮，最后在兴奋与快乐之情的尾奏上结束，富于热情和英勇刚毅的精神。（6分）

该序曲共分四个乐章，连续演奏，是罕见的分乐章歌剧序曲。曲中旋律优美、节奏活泼，宛如一首交响诗。罗西尼采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借助民族音乐的因素，

创造出洋溢着生活欢乐、智慧的乐曲。（6分）

25．《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风俗画家张择端的代表作品。（3分）

整个画卷展现了北宋都城汴梁汴河沿岸清明时节的繁荣市井生活风貌。全画内容大体可分三段：卷首部分是郊区的农村风光；中间部分展示了以虹桥为中心的汴

河及其两岸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景象；最后则是城门内外的繁华街景，街道纵横交错，人流如织，车水马龙，各式店铺鳞次栉比，一派热闹景象。（6分）

《清明上河图》为绢本，横卷，长五米多，墨笔淡着色。全卷以全景式构图，笔法严谨精细。整幅长卷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细节，有铺垫，有起伏，

有高潮。《清明上河图》

以其内容的丰富性、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的生动真切，成为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杰作。（6分）

26．《乱世佳人》是美国经典好莱坞时期的代表性影片，根据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畅销小说《飘》改编而成。（3分）

影片讲述了一个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乱世佳人》以女主人公郝思嘉的爱情纠葛和人生遭遇为主线，生动地再现了南部种植园经济由兴盛到崩溃

、奴隶主生活由骄奢淫逸到穷途末路、奴隶主阶级由疯狂挑起战争直至失败死亡、奴隶制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取代这一美国南方奴隶社会的崩溃史。（6分）

影片制作精美，场面壮观，是好莱坞电影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旷世巨片，是一首人类美好爱情的绝唱，一幅反映社会政治、经济、道德诸多方面的巨大而深刻变化

的历史画卷。（6分）

四、论述题

27．（1）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从发现和体验生活，到进行艺术构思、形成艺术意象，并将其物化为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整个过程中所

采取的一种主要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具体的、整体性的形象为思维材料所进行的复杂心理活动。形象思维具有具象性、情感性、创造性、整体性等特点。（6分

）

（2）抽象思维。抽象思维是运用概念来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思维方法。艺术创造以形象思维为主，但同时也离不开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艺术

家的创造活动中共同起作用，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6分）

（3）灵感。灵感是指艺术家在创造过程中的某一时间内，突然出现精神高度亢奋、思维极为活跃的特殊心理现象，呈现为远远超出平常水准的创作冲动和创作

能力，艺术构思或传达通过顿悟获得飞跃。灵感具有突发性、超常性、易逝性的特征。（6分）

注：结合案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0～7分。

28．（1）典型是指艺术作品中具有一定本质意义的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或形象体系，它包括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5分）

（2）典型是优秀艺术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在叙事性艺术作品中，对塑造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创造艺术典型，要求在鲜明生动的个

性中体现出广泛普遍的共性；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和深刻把握是塑造艺术典型的重要条件；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艺

术家的审美理想。（10分）

注：结合案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0～10分。


